
解读钢琴作品《筝箫吟》
◆吴敬

(山东省滨州学院艺术学院)

储望华是中国著名的作陆家，他的代表作有《浏阳河》《茉莉后才真正进人结尾部分。曲式就中国传统音乐来说为多乐段结构。

花》等。储望华先生在1961年创作了一首钢琴前奏啦《筝箫吟》，筝

是中国古老的民族乐器，因为战国时期流行于秦地又名“秦筝”至

今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后汉刘熙所著《释台》中阐述古筝：

“施弦高急，筝筝然也。”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筝是因为它的音响

所命名为筝的。从秦朝一统中国之后，筝从秦地流人中原地区，又

因为筝的声音既可以高亢有力又可以柔和流畅；既能合奏又能独

奏，因此逐渐在全国推广发展起来。筝起初由十二根弦逐步发展为

十三根．到现代已经是二十一弦和二十五弦，大大丰富了筝的音响

效果和音乐表现力。箫是中国古乐器的一种，非常古老，相传为舜

所造。《说文解字》中日：“箫，参差管乐也。象凤之翼。箫一般由竹

子制成。吹孑L在上端。按音孔数量可以分为六孔和八孔。六孔箫的

按音孑L为前五后一，八孑L箫为现在的箫，音孔为前七后一。音色柔

和圆润，古典静雅，可以独奏和重奏。”吟是阴阳顿挫有节奏的诵

读，更侧重于感情的抒发。前奏曲是一种西方音乐体裁，篇幅较小，

具有即兴行、较为自由的特点。储望华先生这首前奏曲用钢琴模仿

中国两件传统乐器“筝”和“箫”的音色，用钢琴这种西方乐器丰富

的音乐表现力阐释中国民族音乐风格。

这首作品速度稍慢，采用中国五声调式，结构就西方曲式来说

为二部曲式，第一部分是降B角调式，从第1小节到第25小节。1

至12小节作品主旋律在左手缓缓奏出，右手采用了大量的前倚音

模仿古筝的弹奏。装饰音和旋律音多是五指位置，演奏时手可放平

一些用手指肉比较厚的部位触键，有控制的弹奏。装饰音要清晰轻

柔，大指弹奏的旋律音应采用慢触键，主题清晰的奏出。左手弹奏

的声部也要采取慢触键方式，中国作品的多声部主要是以丰富作

品层次为目的，不作为主要旋律。23至25小节是自由的华彩．左右

手衔接要自然，对音色、速度、力度的把握要拿捏好。可以借鉴中国

的散板，由慢到快，同时控制好音色和力度，在25小节后半部分可

以做减慢减弱的处理。第二部分部分是降E羽调式，从第26小节

到第43小节。这部分有一种轻歌曼舞的感觉，左手的伴奏音型固

定为第一拍一个前八音符两个后十六音符，第二拍两个后十六音

符一个前八音符，应弹的均匀流畅，不要过度强调重拍音。39到42

小节左右手需要弹奏四个声部，有手弹奏的高声部结尾为44到56

小节。结尾前四小节先对整个乐曲出现的素材进行了浓缩回顾．然

A乐段为l至12小节，B乐段为13至22小节，c乐段为散板，是

13小节．D乐段为24至48小节，尾声为49至55小节。这首作品

有六个降号．以黑键演奏为主，因此半触键的技术要掌握好。整曲

模仿筝箫的音色，筝的音色明亮流畅抒情，箫的音色柔和安静，钢

琴演奏时需手型放平一些，手指肉垫多的地方触键。踏板从1到25

小节基本采用切分踏板加长踏板相结合的形式，既要保证有一定

泛音模仿古筝有余音绕粱之感，又要通过切分踏板的使用使音色

不至于过度含混。26至57小节的踏板可采用节奏踏板。

中国的传统音乐器乐作品一般是题目点题，如《高山流水》、

《渔舟唱晚》等，看题目基本就了解了作者写这首作品要表达的意

图。因此，理解中国器乐作品大多可以从题目人手。《筝箫吟》题目

点明这首作品是钢琴对筝、箫两种乐器的模仿。作品中大量的前倚

音模仿筝的刮奏。如作品l至12小节的右手，每一掐的前四个音

为倚音，最后一音为主旋律音。旋律深具中国民族音乐的风格。21

至25小节左右手交替弹奏的华彩小节也是模仿古筝的双手刮奏．

加上踏板，有一种筝音余音绕梁之感。第二部分模仿箫音采用的前

倚音与模仿古筝的前倚音不同。钢琴的前倚音采用一个重叠音或

单音模仿箫的滑音。其次是表现在曲目的音乐结构和节奏上。此曲

借鉴了中国的板眼节奏，中国的板眼节奏是在实际演唱的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中国的传统演唱一般不受小节与节拍的限制，比较自

由。此曲各部分衔接都是通过自然的减弱和减慢实现的。因此在弹

奏此作品时对自由速度的掌握至关重要。再次是采用中国五声调

式，悠扬婉转的民族性旋律，含蓄婉转，深具中国音乐的意境。

综上所述，《筝箫吟》这首作品模仿中国筝箫两种乐器．不论从

曲式、调式、意境都深具中国风格，形成独特的民族风韵，是探索中

西音乐模式结合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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